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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形机器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被称为 2024年最伟大发明之一 

2024年 10月 3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汇集并筛选 200项“2024

年最佳发明”，其中人形机器人登上封面，被称为 2024 年最伟大发明之一。人形

机器人系统复杂，走向量产落地，软件端需要具备云计算、大数据解决能力协同，

硬件端需要强大供应链支撑。特斯拉是全球人形机器人领先企业，其优势在于车

机协同体系-软件端，FSD系统、超算 Dojo等，硬件端通过汽车和工控供应链，

开发高性能低成本执行器并推进量产落地。在规模量产方面具有优势。 

 华为在机器人产业早有落子且初步形成生态 

类比特斯拉，国内我们认为华为具备同等的能力，且在机器人领域早有落子，初

步建立生态。2017 年，华为即与爱丁堡大学、软银签订协议，围绕 AI+机器人

开展研发。2022 年，华为首次涉足人形机器人，与达阀合作开展应用领域技术

攻关。2023年，成立东莞极目公司，探索 AI技术应用，并与中国煤科、海康威

视、科大讯飞联合推出“领航者 3巡检机器人”。2024 年 6月，搭载盘古大模型

的“夸父”人形机器人亮相华为开发者大会。软件层面，华为在云平台、盘古大

模型、源操作系统 openEuler、毕昇编译器等领域具有深厚积累，智驾系统已在

多款车型落地使用。硬件层面，在控制系统、巡检机器人、机器人安全防护等注

册专利。 

 6月华为在成都成立（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川渝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力 

2024年 6月 24日，华为（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在成都正式揭牌，是其首

个跨省级创新中心平台，是四川省智改数转示范基地。自运行以来，在 20 多家

标杆企业中落地了 80 多个场景化机器人。2024 年 10 月，重庆印发《重庆“机

器人+”应用行动计划（2024-2027 年）》，将重点开发人形机器人等中高端机器

人；同 2024年 11月 1日，成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基金落地，总规模达 100亿元，

成都造“贡嘎一号”人形机器人同步面世。华为生态链企业赛力斯于 2024 年 1

月举办 AI大模型创新技术论坛，10月发布机器人开发团队招聘信息。此外江淮

汽车与清华联合孵化的零次方创新团队于 2024 年 10 月发布双足机器人 Z1。华

为生态链及川渝产业发力，有望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落地。 

 投资建议 

推荐标的：雷赛智能（具备无框力矩电机、空心杯电机与编码器技术与制造能力）；

受益标的：瑞迪智驱（成都瑞迪是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电磁制动器、谐波减速器、

精密传动件的生产商）、能科科技（携手华为探索 AI 算力底座与大模型融合应

用）、豪能股份（重庆豪能正在建设精密行星减速器项目）。特斯拉机器人推荐标

的：五洲新春、中大力德；受益标的：震裕科技、双林股份、兆威机电、柯力传

感。 

风险提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不及预期；国产厂商导入供应链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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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形机器人入选时代周刊 2024最佳发明 

1.1、 人形机器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入选 2024最佳发明 

人形机器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堪称 2024年最伟大发明之一。2024年 10月时

代周刊发布 2024年最佳发明榜单，多款人形机器人产品入选，其中 Agility双足机器

人登上封面。 

图1：人形机器人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资料来源：《TIME》官网 

 

1.2、 特斯拉引领人形机器人产业，车机协同加速落地 

人形机器人是解决全球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工具，也是 AI落地的最重要载体之一。

人形机器人系统复杂，走向量产落地，软件端需要具备云计算、大数据解决能力协

同，硬件端需要强大供应链支撑。 

特斯拉是全球人形机器人先行者，在软硬件体系均具备优势。软件端，FSD 自

驾系统可在人形机器人复用，超算系统 Dojo 可加速研发。硬件端，特斯拉 Optimus

历经 7 次迭代，已正在逐步培养供应链体系，且供应链已趋向成熟，在规模量产方

面具有优势。 

（1）软件端 

AI和数据是特斯拉核心优势之一。特斯拉 FSD 自动驾驶系统进展显著，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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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机器人复用，其海量路面数据、已有的算法储备可助力人形机器人软件系统快速

迭代。 

图2：特斯拉软件及算法优势明显 

 

资料来源：特斯拉 AI DAY、开源证券研究所 

Dojo算力为人形机器人模型训练提供重要支撑。特斯拉大规模投入算力，使用

Dojo显著降低 GPU集群成本。同时，算力为人形机器人模型训练贡献重要基础。 

图3：特斯拉 Optimus与汽车共用 AI系统  图4：特斯拉 Optimus机器人与汽车共用 D1芯片 

 

 

 

资料来源：特斯拉 2021 AI Day  资料来源：特斯拉 2021 AI Day 

 

图5：相比英伟达 A100，Dojo运行效率倍增  图6： 使用 Dojo降低 GPU集群服务成本 

 

 

 

资料来源：特斯拉 AI DAY  资料来源：特斯拉 AI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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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硬件端 

特斯拉硬件优势在于，机器人与汽车产业链相关性高，人形机器人可借鉴汽车

产业链，充分利用汽车产业链在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规模化生产以及技术创新

等方面的优势。 

图7：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汽车部件关联性强  图8：特斯拉机器人关节设计沿袭自工业机器人和自动

化 

 

 

 

资料来源：特斯拉官网  资料来源：特斯拉 2022 AI Day 

受益于技术积累，特斯拉 Optimus快速迭代，已逐渐趋于成熟。特斯拉自 2022

年 10 月推出人形机器人初代机以来，前后历经 7 次迭代，Optimus 已形成相对成熟

的“产品形态”，并进入工厂实际测试。2024 年 10 月，特斯拉公布人形机器人最新

视频，已具备自主探索、自主充电、楼梯导航、相应语音和手势命令的能力。 

图9：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已经过 7 次迭代 

 

资料来源：特斯拉、机器之心、钛媒体、21世纪英文报、格隆汇、开源证券研究所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硬件逐步趋于成熟，我们持续关注 Optimus相关产业链标的，

重点环节包括丝杠、灵巧手、减速器电机、传感器，核心受益标的包括： 

丝杠：五洲新春、震裕科技、双林股份、北特科技；灵巧手：兆威机电、鸣志

电器；减速器：双环传动、中大力德、绿的谐波；电机：步科股份、伟创电气；传

感器：柯力传感。 

1.3、 类比特斯拉，华为在机器人领域早有落子，已初步建立生态链华为

在国内较早切入机器人领域多年 

华为在机器人领域可追溯至 2017年与爱丁堡大学、软银签订协议，围绕 AI+机

器人开展研发。2020年以来陆续申请机器人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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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华为陆续申请机器人相关专利 

申请时间 专利名称 专利内容 

2020年 5月 
一种机器人的控制方法装

置、机器人以及存储介质 

专利适用于机器人技术领域，能够控制机器人

获取目标对象位置信息，动态调整机器人上用

于模拟眼部特征的显示模块的输出画面，实现

平滑凝视跟踪行为。 

2020年 9月 智能巡检机器人 
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对数据中心设备进行监

控，以实现机器人替代人工巡检。 

2020年 5月 
机器人的安全防护方法、装

置与机器人 

获取电机的运行数据，若检测到电机满足过载

触发条件，则执行过载安全处理策略；在满足

碰撞检测条件下，对电机进行检测，若检测到

发生碰撞，则执行对应碰撞安全处理策略。 

资料来源：站长之家、IT之家、和讯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2022年 4月华为首次涉足人形机器人领域，与达闼机器人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

展机器人应用领域技术攻关、行业应用等创新合作。 

图10：达闼携手华为，共同推进核心技术发展 

 

资料来源：机器人大讲堂公众号 

2023年 6月，华为投资 8.7 亿成立东莞极目机器公司，专注于研发 AI技术应用

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解决方案。 

1.3.1、 华为凭借大模型、算法和应用云平台优势，机器人生态链初步形成 

（1）大模型：盘古具身智能大模型 

2024年 6月 21日，华为开发者大会在东莞举行。会上发布了盘古大模型 5.0，

在全系列、多模态、强思维三个方面全新升级，全面赋能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

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多领域发展。 



行业周报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7 / 16 

图11：华为发布盘古大模型 5.0 

 

资料来源：华为云官网 

盘古大模型 5.0包含不同参数规格的模型，从手机到企业云实现全覆盖。多模态

方面，盘古大模型 5.0 支持 10K 超图像识别，能够更好更精准地理解文本、图片、

视频、雷达、红外、遥感等更多模态形式。 

表2：盘古大模型覆盖不同级别任务场景 

大模型系列 参数级别 应用领域 

Pangu E 十亿级 手机、PC等端侧的智能应用 

Pangu P 百亿级 低时延、高效率的推理场景 

Pangu U 千亿级 复杂任务 

Pangu S 万亿级 更为复杂的跨领域多任务 

资料来源：雷锋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目前，盘古大模型已在 30 多个行业、400 多个场景中落地，未来盘古具身智能

大模型有望推动国产机器人加速落地。 

表3：盘古大模型赋能机器人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 功能 

机器人 
让机器人完成 10步以上的复杂任务规划，在任务执行中实现多场景泛化和

多任务处理；生成机器人需要的训练视频，加快机器人复杂场景学习速度 

自动驾驶 

通过创新的可控时空生成技术，结合场景视频生成、4D BEV 视频生成、自

动驾驶仿真库及路网信息，能更好地理解物理规律，大规模生成和实际场

景相一致的驾驶视频数据 

工业设计 
大幅缩短汽车的造型设计周期，还可应用于汽车工装设计、模具设计，以

及电子产品领域的工业设计等 

建筑设计 

输入设计黑白草图即可生成彩色并带有纹理的建筑群 360°实景视频；可构

建出高真实感的建筑 3D模型，将复杂建筑群的概念设计周期从数周缩短到

数十分钟 

铁路巡检 
结合盘古大模型和巡检机器人，代替巡检工人凌晨作业，可精准识别一列

动车的 3.2万个项点，覆盖 8大类、350多种复杂故障。 

资料来源：华为云官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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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算力：毕昇编译器 

毕昇编译器可释放多样算力最大性能，为机器人的算力优化构建基础。通过编

译算法优化及与处理器架构深度协同，加强了自动向量化、循环优化和多面体优化

等能力，标准 Benchmark 峰值性能提升 30%。 

图12：毕昇编译器可融合编译，释放算力最大性能 

 

资料来源：IT之家 

（3）平台：华为云平台 

华为云平台可以加速机器人的应用创新。华为 Serverless服务帮助开发者统一构

建和管理后端服务与云资源，提供包括计算、弹性伸缩、存储等 Serverless 化能力，

降本增效、安全可靠，使用场景包括移动及 Web 应用后端、计算密集型任务、适配

类任务和突发大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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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华为云全面 Serverless化 

 

资料来源：欧界传媒 

（4）智驾与车机协同：乾崑智驾 Ads 

华为智驾系统——乾崑智驾 Ads 已在多款车型应用，我们认为华为具有效仿特

斯拉实现车机系统发展潜力。乾崑智驾 Ads 系统已在智界 R7、享界 S9 等多款车型

落地，我们认为华为已具备 AI、大模型软件优势，同时具备实现车机协同的外部条

件，拥有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图14：华为乾崑智驾 Ads系统有望实现车机协同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 

1.3.2、 产业赋能，已在多个机器人场景应用落地 

同时华为通过产业赋能，在特种机器人、消费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逐步推进

应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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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种机器人 

华为昇腾 AI 算力赋能煤炭巡检机器人。2023 年 3 月，华为与中国煤科、海康

威视以及科大讯飞联合推出“领航者 3巡检机器人”。该机器人具备华为昇腾AI算力，

结合海康威视视觉相机实现机器人的本体 AI识别能力，同时搭载科大讯飞纹声识别

系统对煤矿井下实时监听、纹声识别及空间定位，结合华为鲲鹏架构联合解决方案

实现了煤矿多场景下的机器人协同调度指挥与平台管控能力。 

图15：华为昇腾 AI算力赋能中国煤科，发布领航者 3巡检机器人 

 

资料来源：中国机器人网 

（2）消费机器人 

消费机器人方面，科沃斯机器人成为华为 HiLink 智能家居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2017 年，科沃斯机器人与华为达成合作协议，与华为共享 HiLink 协议、操作系统

Lite OS、物联网芯片、家庭网络联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让科沃

斯实现了跨品牌的联动，加速智慧家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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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科沃斯机器人成为华为 HiLink智能家居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科沃斯机器人公众号 

（3）人形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方面，此前乐聚机器人搭载盘古大模型亮相。2024年 3月，搭载盘

古大模型的乐聚机器人亮相 2024H 华为 HDC大会。 

图17：乐聚机器人与张平安击掌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 

目前，乐聚机器人已实现人形机器人小样本下的泛化操作，华为具身智能应用

稳步前进。乐聚机器人已在工业（特种、制造、物流、包装、沾锡等）、家庭场景（炒

菜、扫地等）中展开测试与场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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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盘古具身智能模型助力乐聚机器人实现人形机器人小样本泛化操作 

 

资料来源：乐聚机器人公众号 

 

1.4、 在成都设立首个跨省级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川渝地区机器人产业

发力 

2024 年 6 月 24 日，设立首个跨省级创新中心平台——华为（西南）数字机器

人创新中心。2023年 5月华为与四川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0月开始筹备华为（西

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华为（四川）人工智能与智改数转创新推广中心、华为

（成都）数字服务创新中心。2024年 6月正式揭牌落地。该中心自运行至今已在 20

多家标杆企业中，落地了 80多个场景化机器人，涵盖了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

服务等企业运营的主要环节和活动，覆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化工、食品包

装等四川省优势产业 

图19：2024年 6月 24日华为（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 

 
资料来源：开源证券研究所 

川渝机器人产业发力。2024 年 10月，重庆印发《重庆“机器人+”应用行动计

划（2024-2027 年）》，将重点开发人形机器人等中高端机器人，提出到 2027 年，机

器人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2024 年 11 月 1 日，11 月 1 日，成都科创投集团

与成华科创投公司宣布共同组建成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基金，目标总规模达 100 亿

元人民币，标志着成都都市圈首只专注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国资管理基金正

式落地。成都造“贡嘎一号”人形机器人同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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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西南）数字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是华为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性事件。跟特斯拉类似的车机协同能力和供应链号召力，叠加政策有力支持，将推

动川渝地区人形机器人加速落地。参考此前车的智选模式，其重要合作伙伴赛力斯

的动向值得重视。 

2024 年 1 月赛力斯举办 AI 大模型创新技术论坛，开始推动大模型在智能汽车

中的创新应用。 

图20：2024年 1月赛力斯举办 AI大模型创新技术论坛 

 

资料来源：钛祺汽车 

赛力斯发布机器人相关招聘公告。专业招聘网站显示，赛力斯近期发布招聘公

告，涉及机器人机械工程师、具身智能应用开发和运动控制等岗位，明确提出了对

足式机器人的要求。 

图21：招聘网站显示赛力斯招聘具身智能应用开发岗位  图22：招聘网站显示赛力斯招聘机器人机械工程师岗位 

   

资料来源：猎聘 APP  资料来源：猎聘 APP 

此外，与华为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江淮汽车，也和与清华联合孵化团队零次方推

出人形机器人。2024 年 5 月清华大学和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孵化成立零

次方创新团队，2024年 10月清华零次方团队发布双足机器人 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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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江淮汽车与清华联合联合孵化团队零次方推出机器人 

 
资料来源：中国机器人网 

 

2、 投资建议 

推荐标的：雷赛智能（具备无框力矩电机、空心杯电机与编码器技术与制造能

力）；受益标的：瑞迪智驱（成都瑞迪是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电磁制动器、谐波减速

器、精密传动件的生产商）、能科科技（携手华为探索 AI 算力底座与大模型融合应

用）、豪能股份（重庆豪能正在建设精密行星减速器项目）。 

特斯拉机器人推荐标的：五洲新春、中大力德；受益标的：震裕科技、双林股

份、兆威机电、柯力传感。 

 

3、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机器人产业方兴未艾，短期内需求有限，许多相关零部件

和本体厂商主要下游仍为工业机器人等传统行业，因此宏观经济波动仍会对国内机

器人产业链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进程不及预期：人形机器人产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前期，发

展进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低于预期的风险。 

国产厂商导入机器人供应链进度不及预期：当前人形机器人供应链未完全成熟，

国产厂商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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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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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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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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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证券评级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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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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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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